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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 学 周 报
共青团陕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2018-2019学年 第 6期

资讯

●新闻报道

1.《教育部印发<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.0 的意见>》

教育部近日印发《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.0的意

见》。《意见》提出，经过 5年左右努力，办好一批高水平、

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专业，以师范生为中心的教育

教学新形态基本形成。到 2035 年，师范生的综合素质、专

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，为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

干教师、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、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

奠定坚实基础。《意见》指出，通过实施卓越教师培养，在

师范院校办学特色上发挥排头兵作用，在师范专业培养能力

提升上发挥领头雁作用，在师范人才培养上发挥风向标作

用，培养造就一批教育情怀深厚、专业基础扎实、勇于创新

教学、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业

化创新型中小学（含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）

教师。《意见》提出了八方面的改革任务和重要举措。在全

面开展师德养成教育方面，《意见》要求，将学习贯彻习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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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总书记对教师的殷切希望和要求作为师范生师德教育的

首要任务和重点内容，将“四有”好老师标准、四个“引路

人”、四个“相统一”和“四个服务”等要求细化落实到教

师培养全过程。在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方面，《意见》对

卓越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教

师培养改革作出说明。其中，面向培养专业突出、底蕴深厚

的卓越中学教师，要重点探索本科和教育硕士研究生阶段整

体设计、分段考核、有机衔接的培养模式，积极支持高水平

综合大学参与。《中国教育报》（2018年 10月 11日）

2.《孙春兰：坚持科教融合，加强科技创新，提升教育服务

经济社会发展能力》

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1 日在清

华大学调研时强调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

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，全面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，更

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。在清华大学，孙春兰主

持召开座谈会，专题研究加强高校科技创新工作。听取大家

发言后，孙春兰强调，要完善高校科技创新的项目布局，支

持高校加强与地方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开展协同创新，力争在

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。基础研究是科技创

新的基石。要以“双一流”建设为契机，加强对高校基础研

究稳定支持，建设一批前沿科学中心，努力取得引领性原创



- 3 -

成果。要简化科研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，赋予科研人员更大

技术路线决策权、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，

减少对高校微观科技创新活动的干预，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

创新活力。要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，坚决克服唯文凭、唯

论文、唯帽子等顽瘴痼疾，针对高校不同科研类型制定不同

的评价办法，完善激励机制，切实为科研人员潜心科技创新

营造良好环境。高校科技创新关键在于高水平的人才。要着

眼创新人才培养，坚持科教融合，优化学科设置，优先布局

国家发展急需、影响未来发展的学科专业，完善高水平科研

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机制。《光明日报》（2018年 10月

12日）

3.《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厦大开赛》

10月 13日，由教育部等 13部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

主办、厦门大学承办的第四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

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厦门大学开赛。本届大赛以“勇立时代潮

头敢闯会创，扎根中国大地书写人生华章”为主题，于今年

3月全面启动。大陆（内地）共有 2278所高校的 265万名大

学生、64万个团队报名参赛，超过以往三届的总和。经激烈

角逐，共有 400多支队伍参加总决赛。港澳台项目方面，共

有近百个项目参赛，从中产生 20 支队伍参加总决赛。国际

赛道方面，来自全球 50 个国家的 600 多支队伍参赛，最终

60支队伍参加总决赛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表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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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深化创新创业教育

改革的重要载体。大赛呼应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

求，促进了产学研用紧密结合，带动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

革不断深化，集中展现了当代青年大学生奋发有为、昂扬向

上的精神风。据了解，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

赛于 2014年首次举办，前三届大赛累计有 225万名大学生、

55万个团队参赛。目前大赛已经成为覆盖全国所有高校、面

向全体高校学生、影响最大的赛事活动之一。《中国教育报》

（2018年 10月 13日）

●青年话题

1.《打破论资排辈是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第一步》

“尚贤者，政之本也。为政之要，莫先于用人”。一定

程度上说，用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官风，乃至有什么样

的政风和党风。而在现实中，一些地方选人用人过于僵化，

有的部门大刮“裙带风”，有的领导奉行“武大郎开店”思

维，还有的一味强调论资排辈……诸如此类的潜规则备受诟

病。应该承认，论资排辈有一定文化基础，但是一把尺子量

到底，优秀的年轻人何以脱颖而出？有过人之处的特殊人才

何以冒尖？革除论资排辈、隐形台阶、部门壁垒等弊端，具

有多重意义。打破论资排辈，是人心所向，多年来，上上下

下、方方面面都在倡导。但从实践反馈看，论资排辈仍有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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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的生命力。今年 6 月 29 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

除了审议《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

干部的意见》，还提出“健全完善年轻干部选拔、培育、管

理、使用环环相扣又统筹推进的全链条机制，形成优秀年轻

干部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”。不打破论资排辈，就不可能形

成优秀年轻干部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。最重要的是，被选出

的年轻干部应该真正优秀，以德才服人。对于年轻干部来说，

不要恃才自傲，更不要一心攀爬。如果善于干事却不干净，

如果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，这样的干部再年轻、再优秀，

恐怕也行之不远。不可否认，在一些部门，确有一些年轻干

部官瘾极大、官本位思想严重，也确实有能力，但价值坐标

出了问题。遵循干部成长规律，拓宽来源、优化结构、改进

方式、提高质量，这是中央针对优秀年轻干部选拔所提出的

具体要求。一言以蔽之，论资排辈早就该打破了，打破的同

时，对那些看得准、有潜力、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，要敢

于给他们压担子，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。当优秀的

年轻干部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，他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

人生价值，享有出彩人生，还能为官场注入新鲜活力，为社

会发展融进新生力量，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人才支撑。《中

国青年报》（2018年 10月 10日）

2.《作风建设“软钉子”为何难拔》

心态上的官僚主义，导致了行动上的形式主义，只有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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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集中整治，才能拔除“软

钉子”，获得正本清源的效果。要求农户自筹资金新建或翻

新院墙，搞形象工程让贫困户不堪重负；为应付检查，驻村

工作队挂名走读，工作队员拍照片留痕迹……最近，扶贫攻

坚中的一些不良典型案例，暴露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老

问题。针对难以根绝、死灰复燃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，

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工作意见，全面启动集中整治。改

作风走到今天，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

制，但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却不断衍生出“新变种”，成

为隐蔽性极强的“软钉子”。一说落实工作，就表态多调门

高、行动少落实差；一说联系群众，就到基层寒暄一番便扬

长而去；一说调查研究，就按照“经典调研线路”走马观

花……口头上“落实”，实践中“落空”，形式主义和官僚

主义就会成为拦在作风改进之路上的拦路虎。形式主义和官

僚主义由来已久，缘何屡禁不绝甚至不断产生“适应性变

化”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，它们往往会披上“正确的外衣”，

把表态和行动割裂开来，有着一定的隐蔽性。常常是说起来

滔滔不绝，看起来热热闹闹，做起来却虚晃一枪、掠影浮光，

甚至纹丝不动、依然故我。往深层看，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

常常如影随形，而且互为因果、相互加强。这也是这两枚“软

钉子”难以拔除的原因。这次中央纪委发布集中整治形式主

义、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，不仅目标明确，具有强烈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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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和现实针对性，而且针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特点，

给出了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。一方面，要抓住“关键少数”，

承担主体责任。另一方面，要实现协同联动，形成治理合力。

回顾我们党 90 多年来的历史，每一次吃苦头、走弯路，都

往往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有关；每一次大发展、新辉

煌，都是在求真务实中取得的。进入新时代，出实招、不搞

形式，鼓实劲、不务虚功，我们才能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，

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里，把我们的业绩书写在

坚实的大地上。《人民日报》（2018年 10月 11日）

●青年调查

《当游戏遇上传统文化：86.6%受访青年喜欢有传统文化元

素的游戏》

前不久，一款文物制作的游戏吸引了很多玩家。游戏中，

玩家可以通过自己制作“文物”来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。上

周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，对 2007 名受

访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88.8%的受访青年关注电子游

戏中的传统文化元素，86.6%的受访青年喜欢带有传统文化

元素的游戏。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游戏，61.4%的受访青年

认为能让年轻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，53.7%的受访青年认

为重新包装的传统文化更接地气。传统文化与游戏如何才能

很好地融合？调查中，64.4%的受访青年建议深入挖掘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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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元素与游戏产品结合点，提高融合度，54.2%的受访青

年希望举办产品传统元素展览、周边产品设计、线上竞赛等

活动，其他还有：提高游戏产品情节水平与意义层次，与传

统文化更好地结合（49.6%），尊重历史和事实，不随意篡

改（45.9%），设计者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深刻学习和领悟

（30.1%），参考国外优秀案例（9.1%）等。中青在线（2018

年 10月 11日）

●推荐阅读

1.《民族精神和奋斗精神激扬青春力量》

《中国青年报》（2018年 10月 10日）

2.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担当》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18年 10月 11日）

3.《用专业化的教师教育培养卓越教师》

《中国教育报》（2018年 10月 12日）

4.《<平“语”近人——习近平总书记用典>引发社会共鸣》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18年 10月 13日）

送：校党委书记、副书记

发：校内相关职能部门、各学院党委（总支）、团委（总支）

共青团陕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2018年 10月 08日- 10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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